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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宇宙 奇异博士2 漫威

因为《奇异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与《妈的多重宇宙》，“多重宇宙”毫无疑问在近期萤幕最热门，都裹

《奇异博士2》：漫威版本的多重宇宙已成老套路？

史传奇至少是在不同的危难中重新解除相同的困境，汪达则完全是在相同的危难中解除相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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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此话题而来。虽然市面上早已有无数奇想类文学、影视作品与此相关，也已是超级英雄漫画连载中的常

态。但既然“漫威宇宙”（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这个当今好莱坞最受瞩目的系列 IP，近年积极扩

张向平行时空，“多重宇宙”与时间线的多重性，也借此为更宽广的受众所知。

漫威宇宙在第三阶段的尾声，借由《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Avengers: Endgame）正式导入了多重

宇宙的存在，紧接著透过《洛基》（Loki）、《无限可能：假如… ？》（What If...?）两部 Disney+ 影

集，以及引发全球粉丝欢声雷动的《蜘蛛人：无家日》（Spider-Man: No Way Home），而开枝散叶，

分头深化多重时间线的多重可能性——也是这段期间，索尼影业跟著祭出了《蜘蛛人：新宇宙》（Spider-

Man: Into the Spider-Verse）加入战局。最新接档的《奇异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Doctor Strange

in the Multiverse of Madness，港译“奇异博士2：失控多元宇宙”，陆译“奇异博士2：失控多元宇宙”）

也以此为目标，继续从相同题目中取材。

《奇异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Doctor Strange in the Multiverse of Madness) 剧照。 网上图片

“多重宇宙”靠什么吸引我们？  

穿越作品通常传达的意念十分通俗 无非就是要我们珍惜眼前拥有的人事



穿越作品通常传达的意念十分通俗，无非就是要我们珍惜眼前拥有的人事

物，别去后悔你做过的决定。多重宇宙就如同时间旅行，它们的吸引力是诱

导观众对各种事情的其它可能性产生向往、幻想和窥探的好奇心。

多重宇宙看似新潮，但它本质上就是时间旅行故事的“变体”，或者也能将其定义成脱胎自时间旅行的“副类

型”，甚至很多时候，时间旅行和多重宇宙是同一种概念，因为现在流行的时间穿梭是“分岔”，即使你回到

过去改写历史，你原本所处的时间线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你“回到过去，并且改写历史”的这个行为只是创

造出一条新的时间线，并不是改变你原本所属的时间线，而新时间线的形成，也就意味著新宇宙的形成。

这和《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1985）、《X战警：未来昔日》（X-Men: Days of Future

Past，2014）采取的传统“单向时间线”理论相违背，单向的理论代表时间线只有一条，你只能在这唯一的

时空反复来回，而改变过去也确实能够影响未来。

我们已经阅读过、也观赏过成千上万、来自各国的时间旅行创作，但在这些作品当中，无论创作者替时间

穿越的“运行机制”和“功能限制”做出多少修改、新增多少自创的构想，这类故事始终不脱一种理念，即：

历史是不可被修订的。穿越作品的观赏乐趣在于满足自己有机会后悔、有机会弥补、有机会实现“不属于自

己的期望”的幻想，但它们最后往往也都会透过让角色经历“失去”的痛楚，来理解到“有些事情终究是不可

兼得”的道理。

穿越作品通常传达的意念十分通俗，无非就是要我们珍惜眼前拥有的人事物，别去后悔你做过的决定，因

为如果没有那些决定，也不会有现在的自己，不管你做了什么决定，或是别人做了什么决定，大家都注定

有失也有得，事后再去怨叹都是没有意义的，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人要向前瞻望，而不是一直深陷于往昔

的遗憾无法抽离。

多重宇宙题材的作品诉说的命题，不外乎也是上述那些内容。多重宇宙就如同时间旅行，它们的吸引力是

诱导观众对各种事情的其它可能性产生向往、幻想和窥探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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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博士2，多重宇宙的老题材  

奇异博士除了要再次试著化除他那事事必须依他安排发展的控制欲，也面临

到“是否应该把握能与克莉丝汀相恋的机会”之诱惑。整体来说，《奇异博

士 2：失控多重宇宙》显然依旧符合时间旅行和多重宇宙题材常见的命题：

弥补缺憾。

漫威近四年内的多重宇宙作品，其主轴正是围绕在“命运是否应该被扭转？”在《洛基》影集里，来自各个

平行宇宙的洛基变体们，均背负著那命中注定、充满悲剧色彩的“光荣使命”，而汤姆希德斯顿（Tom

Hiddleston）的正史洛基，与意欲扳倒时间变异管理局的希尔薇（Sylvie），也都曾想过要借由推翻 TVA

对时间线的控制，进而夺回自己命运的主导权。

在《无限可能：假如… ？》中，凝视著万千宇宙发展的观察者，虽然是从上帝般的全知视角窥探世间的善

恶交战，但却也不免对人们的遭遇动情，并苦恼于是否应该伸手相救。在《无限可能：假如… ？》第一季

第四集中的奇异博士，则为了复活因车祸丧命的爱人克莉丝汀（Christine Palmer）而坠入黑暗的深渊，

酿成了摧毁他那一整个宇宙的灾难。

《蜘蛛人：无家日》的彼得帕克一号，既希望藉魔法隐藏自己的真实身分，也希望改变其他宇宙的反派“死

于和蜘蛛人搏斗”的宿命，但最终为了挽救难以收拾的局面，他不得不有所牺牲，却也从而领悟到“责任愈

大，能力愈大”这句《蜘蛛人》系列经典名言的真理。

至于《奇异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中的奇异博士，他除了要再次试著化除他那事事必须依他安排发展的



控制欲，也面临到“是否应该把握能与克莉丝汀相恋的机会”之诱惑。在《汪达幻视》（WandaVision，

2021）结尾力量巨幅跃进、正式获封“绯红女巫”的汪达麦西莫夫（Wanda Maximoff），则受到黑暗神

书的蛊惑，渴望占有自己的变体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的幸福生活。《奇异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显然依

旧符合时间旅行和多重宇宙题材常见的命题：弥补缺憾。

《汪达幻视》剧照。网上图片

汪达命运之重播：搬演前作，但没有前作精彩  

汪达早就经历心碎、逃避、道别的阶段了，但《奇异博士 2：失控多重宇

宙》却又复制近乎一模一样的流程，让汪达再走一遍。

但坦白说，本集设定给汪达和奇异博士的角色曲线，其实是他们各自的前作早就推演过的内容。奇异博士

的“上帝情结”已经在第一集解得差不多了，这也是为何他们会追加他难忘旧爱克莉丝汀的设定，克莉丝汀

的回归是为了让奇异博士自身的角色困境更能够呼应到“弥补缺憾”的主题，并和汪达的曲线相互辉映，他

们渴望的事物是 样的 他们都渴求于爱



们渴望的事物是一样的，他们都渴求于爱。

汪达的成长曲线，其重复性则和《汪达幻视》有关。汪达在《汪达幻视》因为过于思念幻视而挟持了西景

镇所有居民的思想、并创造出虚假的幻视和一对双胞胎，陪自己上演了一整出大规模的情境喜剧，直到最

后她终于意识到这一切只是自己虚幻出来的假象、并理解到已对他人造成迫害，才忍痛放手、告别幻视和

孩子们，并让受到控制的镇民“收工下戏”。

也就是说，汪达早就经历心碎、逃避、道别的阶段了，但《奇异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却又复制近乎一

模一样的流程，让汪达再走一遍。这回，汪达因为过于思念消失的双胞胎，于是决定要穿越到另一个双胞

胎是真实存在的宇宙，并占据那个宇宙的汪达的身体，和那对双胞胎一起生活，但最后，她理解到自己强

行的占据和剥夺，已经对双胞胎造成伤害，这才总算放弃原先的念头。整个流程和《汪达幻视》如出一

辙：先是透过操控别人的身心去获得不属于自己的幸福，后来则又体悟到手段过度残忍而收手。

与奇异博士的成长曲线相比，汪达的重叠性更显著，史传奇至少是在不同的危难中重新解除相同的困境，

汪达则完全是在相同的危难中解除相同的困境，这给人一种她的破关进度被归零、绕回起点再重破一次的

感受。

《奇异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Doctor Strange in the Multiverse of Madness) 剧照。网上图片



《奇异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带来的新鲜感其实相当有限，它多半是重演

数部前作的情节，甚至还搬演得不如那些前作精彩。《汪达幻视》里的“放

手”，是远远更加虐心、更加令人动容的，而同为多重宇宙题材的 MCU 系

列作，《洛基》、《蜘蛛人：无家日》也都有更引人入胜、节奏更为完善的

发挥。

. 我知道，一定有人会反驳说：“汪达这次是被黑暗神书洗脑的，所以不一样。”“人的习性本来就会重蹈覆

辙啊。”“她在《汪达幻视》没有放下对幻视和孩子们的爱，她只是放过那些被她操控的镇民而已。”。

问题是，在《汪达幻视》的结局，汪达已经明白不能透过操控别人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而这次还是做了一

样的事情，但主要的动机却只能推给“被黑暗神书洗脑”，这未免太薄弱，这就好像，假如《玩命关头》系

列的唐老大宣告为了过平静的日子，所以“再干最后一票就退出江湖”，结果后来因为听说“还有一票”，而

且进帐的钱实在很多，于是禁不住诱惑又回归下一集继续抢劫。“钱多”这个回归理由当然不会不合理，但

听起来会很像是个为了开拍续集而刻意硬掰的借口。

至于“重蹈覆辙”，是，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很多长期续拍的影视作品会有的安排，毕竟让角色一次“改进”

得太多，后面就没戏可写了，因此角色往往会被设定成“慢慢的改进”，一点一滴地修补人格缺陷。但是，

就如同漫威在这集替奇异博士安排的曲线，他至少是在“不同的关卡中解开相同的心结”，但汪达连遇到的

关卡都是相同的。从戏剧层面来说，这没有被复述的必要，我们只不过是变相的在看重播。

然后“她在《汪达幻视》没有放下对幻视和孩子们的爱”？如果没有，最后一集汪达和幻视的告别根本是白

感动一场了。她就是放下了幻视和双胞胎，才会放过那些被她操控的镇民，否则以她的能力之强大，她大

可继续维持这个假象生活下去。

也就是说，《奇异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带来的新鲜感其实相当有限，它多半是重演数部前作的情节，

甚至还搬演得不如那些前作精彩，《汪达幻视》里的“放手”，是远远更加虐心、更加令人动容的，而同为

多重宇宙题材的 MCU 系列作，《洛基》、《蜘蛛人：无家日》也都有剧情编排更引人入胜、节奏掌握更

为完善的创意发挥，《奇异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相较之下只显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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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宇宙不走老路还能靠什么  

《妈的多重宇宙》显然是技高数筹。但另一方面，多重宇宙也见得只能和

“弥补缺憾”、“逆转宿命”有所牵连

何况，就在《奇异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上映的前一个多月（以北美三月下旬上映的档期为准），还出

现了一部加倍脑洞大开、执行度也加倍精准的《妈的多重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妈的多重宇宙》同样也不脱“向往不同命运”这样的主轴，杨紫琼饰演的艾芙琳被日常里各种大

大小小的烦恼压得喘不过气，她几度幻想，如果从前做了不同的选择，如今是否就可以不用一直困在这家

洗衣店。

《妈的多重宇宙》的艾芙琳（Evelyn）和乔伊（Joy），既是母女，也是全片的英雄和反派，她们的关系

亦可与《奇异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的奇异博士和汪达作对比，这两组人皆有摆脱命运的渴望，但应对

命运的方式大不相同，而其中一方还必须劝阻另外一方。大架构来说，两片是近似的，但《妈的多重宇

宙》显然是技高数筹的那一部，虽然它片尾给出的结论是老套的，但却是管用的老套，是能感动到观众的

老套，而且堆砌出这套结论的叙事过程，更是塞满了叫人惊叹连连的奇思异想。反观《奇异博士 2：失控

多重宇宙》，它不过就是在大片厂严格管束的环境之下，水准勉强尚可的商业片。



但多重宇宙不见得只能和“弥补缺憾”、“逆转宿命”有所牵连，看看 Netflix播的《先见之明》（The

OA）、尺度无极限的《瑞克和莫蒂》（Rick and Morty），还有预算极低、剧情完全不倚赖任何特效的

《彗星来的那一夜》（Coherence），它们都是“讲创意”胜过“讲道理”的口碑神剧，它们更侧重科幻元素

的挥洒，而非专注于传达什么通俗普世的人生观。

当然，更别忘记台湾有一套十分长寿的奇幻武打 IP《终极》系列，此 IP 至今已催生出多达十部的相关电视

剧，许多年轻偶像和实力派演员都在这庞大的多重宇宙中扮演过复数的分身角色。而同样地，《终极》系

列也不太以“弥补缺憾”、“逆转宿命”为核心，它的卖点是纯粹的正邪对抗、学生恋情，即使“不说教”，它

依然靠著丰富的世界观、夸张的喜剧风格、以及精致度不断升级的电脑特效留住了为数众多的死忠剧迷。

多重宇宙的题材，未来的创作面相还能多么地“多重”，未来的漫威又该如何在这个题材上持续精进、持续

创造惊喜，也是他们的一大课题，作为观众，我很希望能在今后的漫威多重宇宙里见识到超越《奇异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的崭新格局。


